
2023年圆明园的毁灭教学反思(优质7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圆明园的毁灭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圆明园的毁灭》一课，成功之处是：

（一）教给学生自学方法，举一反三。精讲第3自然段，教给
学生理解重点词句、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课文的方法。然
后“扶读”第4自然段，放手让学生“自读”第5和第6自然段。
这样，学生不仅仅理解了难词难句，说出了各段的主要资料，
还感受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产生对疯狂掠夺
我国文化遗产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

（二）在“美读”中，学生切实地感受到了祖国语言文字的
优美，激发出爱国主义情感。

不足之处：

1、由于条件限制，不能使用课件。对圆明园过去的辉煌，学
生没有直观感受。

2、教学时间没有把握好，前松后紧。

圆明园的毁灭教学反思篇二

《圆明园的毁灭》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九册第六单元的资料。
本课的教学重难点是经过理解语言文字，想象圆明园当年的
辉煌，并了解圆明园是怎样被毁灭的，认识贫穷受欺压，落



后要挨打，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和振兴中华的职责
感。

“有一把火曾把耻辱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脸上，同时又在每
一个中国人的心里烙下了深深的仇恨，这把火腾空燃烧的时
候，他们却只能握着空拳，眼睁睁地看着这座万园之园被化
成一片灰烬。”采用这样活力的导入，是为了创设情境，铺
设好情感场，使学生一开始就在思想上产生强烈的共鸣，迅
速融入到课文资料中去。

圆明园当年的辉煌有两大点，一是“它是园林艺术的瑰宝，
建筑艺术的精华”；二是“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
艺术馆”。而144年前的圆明园是一座皇家园林，即使在当时
也没有多少人亲眼见过。那怎样才能让学生深刻地感受到它
的辉煌，光靠书上优美的语言文字描述是远远不够的，必须
借助纪实片，生动再现当年的样貌，使学生亲眼目睹，亲身
感受它作为万园之园的独特魅力，从而萌生一种强烈的民族
自豪感。

圆明园真的太美了，它美到极点，学生情至极点，为下
文“被毁”架好至真至美的情感铺垫，我让学生想象圆明园
被毁后废墟的场面，前后一比较，让学生感受到享有“人间
天堂”美誉的万园之园顷刻间化为一片灰烬的无奈，让学生
在一种至恶至丑的情境中产生强烈震动，迅速投入到一种激
昂悲愤的情绪中，体会强盗们的贪婪、疯狂，真正了解
到“国弱被人欺”的历史原因，进而将内心的愤怒和伤痛发
泄到极点。学生思想上构成强烈的反差，心理上产生极大的
不平衡，怒火中生，愤言不止。让我感动的是学生的发言，
他们虽小，但他们已清醒地认识到“贫穷受欺压，落后要挨
打”；认识到了他们这一代肩挑重担，必须发奋学习，保卫
祖国，决不让列强再踏进国土一步，要让庄严的五星红旗永
远高高地飘扬。在同学们进取的发言中，振兴中华的职责感
又一次得到了升华。



在这次教学中，我加强朗读，读中感悟。语文教学必须加强
学生的朗读，俗话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在教学中，我重
视了学生的朗读训练，异常是加强重点段落的朗读，使学生
在读中悟情，读中悟理。

圆明园的毁灭教学反思篇三

这篇课文描述了圆明园昔日辉煌的景观和惨遭侵略者肆意践
踏而毁灭的景象。本课的教学重难点是通过理解语言文字，
想象圆明园当年的辉煌，并了解圆明园是怎样被毁灭的，认
识贫穷受欺压，落后要挨打，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和振兴中华的责任感。经过在前和我们年级的语文老师的研
讨，到设计教案上课，现在作如下反思。

《圆明园的毁天》这篇课文描述了圆明园昔日辉煌的景观和
惨遭侵略者肆意践踏而毁天的景象，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灿烂
文化的无限热爱，对侵略者野蛮行径的无比仇恨，激发人们
不忘国耻、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文中缺少生动感性
的描述，更缺乏对民族苦难的深层思考。为了达到本课的情
感目标，突破重难点，于是，我适时地给学生补充大量的有
关圆明园的材料。

利用图片，直观地向学生展示了当年圆明园的辉煌之处:它是
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它是当时世界上最最大
的博物馆、艺术馆。教学中还注重以读为本，读中感悟。突
出语文课“以读为本，以读代讲，熟读成诵，在读中感悟”
的特点，课堂上留给学生充足的读书时间进行朗读，充分调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活跃了课堂的气氛，使学生在读中思、
读中悟。

让学生充分感知课文语言，品味语言去感受昔日圆明园的举
世闻名。使学生深切感受圆明园它作为万园之园的独特魅力，
激起学生对昔日圆明园的无比热爱，无限向往，从而萌生一
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当学生沉浸在圆明园的辉煌中时话锋及转:这样一座举 世闻
名的皇家园林却被毁灭了，是谁毁灭了它?为什么会被毁
灭?“引导孩子感受圆明园的毁灭”"他们把园内凡是能拿走
的东西，统统掠走:拿不动的，就用大车或牲口搬运;实在运
不走的，就任意破坏、毁掉”，“大火连烧三天， 烟云笼罩
了整个北京城”....我再借助多媒体创设情境，给学生补充
掠夺的资料以及播放《火烧圆明园》片段，让学生感受到享有
“人间天堂”美誉的万园之园项刻间化为一片灰烬的无奈，
让学生在一种至恶至丑的情境中产生强烈震动，迅速投入到
一种激昂悲债的情绪中，体会强盗们的贪婪、疯狂，真正了
解到“国弱被人欺”的历史原因，进而将内心的愤怒和伤痛
发泄到极点。

这时组织学生书写内心的感慨:“假如此时你正在圆明园的废
墟旁，你最想说些什么?”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有的为圆明园的毁灭而感到惋情，有的是对侵略者的行径仇
恨让他们认识到了他们这代肩挑重担，最后链接课。

圆明园的毁灭教学反思篇四

《圆明园的毁灭》是部编版教材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的第三
课。这个单元的主题是“爱国情怀”，训练重点是“结合资
料，体会课外表达的思想感情”。

备课时我认真研读了教材和参考书，参考了大量的时代背景
资料，并结合课后练习，确定了教学设计。本课的教学设计，
有几点比较满意：

一是在感情朗读上。第三自然段讲的是圆明园中风格各异的
建筑，比较有美感，我就把课外变成了一首诗，配上舒缓的
音乐，让学生读出自豪和赞美；学习完第五自然段，观看
《火烧圆明园》的视频后，我又出示了第三和第四自然段的
相关内容，但原来的“有……还有……”变成了“没有
了……也没有了……”，配上伤感的音乐，起到了很好的对



比作用，激发了学生的情感，让学生深感痛惜和悲愤。

二是在重点问题“为什么说圆明园的毁灭是中国文化史上不
可估量的损失，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的体会
上。我把这个问题贯穿始终，从开始的点题，提出“不可估
量”，到中间的“建筑的辉煌”和“文物的宝贵”，艺术价值
“不可估量”，还有毁灭的过程“掠夺”的不可估量和“毁
坏”的不可估量，反复让学生体会圆明园的历史地位和文化
价值，为感情的激发做好了准备，最后的“写心里话”就水
到渠成了。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教学实施过程中，由于我的失误，把本
该安排在写话前的动情朗读遗忘了，导致感情激发不够，准
备的伤感的音乐也没有用上，学生写话就显得不那么触动心
灵了。

最关键的部分进行得却最失败，教学目标没有很好地实现，
实在是一大败笔。反思一下，还是自己的素养不够，课堂上
顾首不顾尾，心理素质也不过关，最重要的还是课备得不够
熟练，自己投入不够。另外，自己的评价语言和总结语还是
有些苍白，课堂应变能力有待加强。一次历练一次成长，虽
然不足，但个人收获还是蛮大的。继续加油，一直在路上！

圆明园的毁灭教学反思篇五

《圆明园的毁灭》一课是人教版小语第八册教材第六单元的
开篇之作。这篇精读课文描述了圆明园昔日辉煌的景观和惨
遭侵略者肆意践踏而毁灭的景象，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灿烂文
化的无限热爱，对侵略者野蛮行径的无比仇恨，激发人们不
忘国耻，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本课结构简单明了，
教师主要采用“动、感、悟”的方式展开教学，以读中感悟
的方法，引导学生在默读中感悟课文内容，在朗读中体会感
情。依据《新课标》和对教材的理解，结合学生的实际水平，
我将本课的教学目标确定为以下两点：



1.以悟促读，提高朗读能力;以悟促诵，背诵重点段落，积累
语言。

2.了解圆明园辉煌的过去和毁灭的经过，激发热爱祖国文化，
仇恨侵略者的情感，增强学生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本堂课的学习基本上达到了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学生在
领会了老师渗透的语文知识的同时，悟出了圆明园的情感。
学完这篇课文后，作如下反思：

情感的激发有好多种，其中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可以把阅读、
想象、感悟相结合，所以一直以来好多老师在上本课时都是
以圆明园的辉煌画面或者是残留的耻辱柱来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可是圆明园离我们的学生非常遥远，不管是它的辉煌，
还是它的毁灭，仅仅借用圆明园本身的资料不足以激发学生
的情感。

国歌牵情——老师直接引导说：“同学们，有一首歌我们每
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会唱，那就是——国歌，请起立(师生一起
来唱)。同学们，你们的国歌声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老师
读懂了你们每个人脸上的爱国热情，如果你们是生活在1860
年，也许我们的历史要改写，也许我们的圆明园不会毁灭。
可是历史的印辙上清晰地映现着1860年10月6日，谁来翻出那
一页历史，找出英法联军的罪行……”它激昂的基调，可以
引导学生直接回到1860年直面毁灭，最后又在学生饱满的爱
国热情下，摸着胸前的红领巾唱着激情的国歌结束，才会使
学生心中的情感来得真实而不空洞，强烈而不肤浅。同时书
写国这个大字，为后文写话埋下伏笔。

数字理念——在毁灭这个环节中，设计了“阶梯式”的提问
方法，创设了一个问题情境：“三天三夜有多少个小时?多少
分钟?烧掉一幅历史名画只用几秒钟，烧掉一个建筑，只需几
分钟。在347公顷的圆明园内，大火同时燃烧4320分钟会烧掉
些什么?”让学生充分感受“三天三夜”时间之长，让学生想



象：烈火熊熊的半分钟会烧掉什么?可以说，这全场静默的半
分钟是情感流淌与撞击的半分钟，是想象的翅膀舒展与翱翔
的半分钟，是内心愤怒与惋惜的半分钟……虽然全场静默
却“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个教学环节所设计的问题环环相
扣，层层推进，学生心中的情感也一浪高过一浪。

课件煽情——任何视觉上的触摸产生的效果都远胜于文字的
表述，因为它能更直接地将读者或观众带入情境之中，更容
易令读者或观众产生共鸣。课件中图景的直观再现更利于学
生感受毁灭前圆明园的美丽、毁灭中圆明园的惨烈、毁灭后
圆明园的肃杀，还能帮助他们理解一些存在疑惑的词语，
如“金碧辉煌”、“西洋景观”等，这有利于学生理解课文，
内化语言。而一次次的朗读，让学生的情感在爱与恨的跌宕
中进一步升华。

读中感悟——本文与现实存在着时空差距，只有通过读才能
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所以设计中把此法贯穿在整个教学过
程中，设计了各种各样的读：范读、引读、齐读、默读、指
名读等，更注重让学生在读中理解，读中体会，读中生情，
以情促读。只有读得到位了，才可以让学生体会到刻骨铭心
的国耻。

流动板书——根据教学进度，教师先后在黑板上板书圆明园
的景点：有…… 也有……，有…… 也有……等，随着学生
对课文的深入理解，学生对圆明园建立起了一个恍若月宫的
美轮美奂的建筑后，老师又相应地把这些“有”全部擦掉，
配合当时的教学情境，在学生心中形成强烈的反差，激起无
比的悲愤，痛恨。

“ 国”字深意——上课开始通过高唱国歌书写“国”字埋伏
笔，之后在练笔抒情这一环节，在悲壮的音乐中，学生奋笔
疾书，把想说的话写在课文插图的残留住上，同时叫四名同
学把感想写在国字的四周，师顺势总结：“只有我们大家团
结一致，我们的国字才写得方正圆满，我们中国的国宝才不



会被毁灭，被掠走。同学们，我们要不要让那耻辱再一次重
演?要不要振兴我们的国家?要不要强大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让我们再一次唱起国歌。”

1、关于朗读。这节教学课，针对我班学生朗读平读，唱读的
不良习惯，我应该注重要求学生朗读时注意找出重音、停顿、
快慢与情感的变化。对于重要的句子比如“他们把园内凡是
能拿走的东西，统统掠走;拿不动的就用大车或者牲口搬运;
实在运不走的，就任意毁掉”老师应该亲自示范朗读，使学
生较快地了解到朗读中如何将情感的渗透与读的技巧相糅合，
逐步养成良好的朗读意识。可能是由于在教学时拘泥于课堂
时间的限制，教师本身没有怎么范读，这是我通过本节课要
思考的问题。今后我还会尽力地根据课文的特点采用不同的
形式朗读。如个别读、分角色读、评读、竞赛读、仿读、范
读、表演读等。在进行第三段学习时，课件视频的播放应该
与学生的读分开，这样学生才不会一心两用。

3、句子的落实还是不够到位，老师应该在适当的机会出示重
要的句子，对于重点的词语进行指导朗读，学生的印象才会
深刻。由于ppt投影出来不是很清楚，出示句子这些在课前我
都忽略掉了，这恰恰是不应该的，我还可以用小黑板或者提
前把句子写到黑板上来引起学生注意。比如还可以采用换词、
删词法，如，把“闯进”换成“进入”，把“凡是、统统、
实在、任意、连”等词语删去，通过朗读、比较、讨论，体
会这些词语的表达效果。

叶圣陶先生讲“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如何利用好教材
这个“例子”，是每一位语文教师都应认真思考的问题。通
过本课的学习，我明白了语文教学应该真真实实地回到文本，
回到文本的细节，回到文本的血脉，回到文本的意义场，才
会生发出无穷的魅力。同时再一次真诚地感谢各位提出宝贵
意见的老师。



圆明园的毁灭教学反思篇六

在设计《圆明园的毁灭》一课时，我把重点放在了对学生进
行朗读训练上。体现了“自读发现——选读探究——品读感
悟”的教学模式。

新课标指出“阅读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阅
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应该让学生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
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
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

在学习第二段时，我让学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读书，然后交
流读书后的感受，在汇报的过程中，学生初步的感受到了圆
明园布局的独特，景色的优美，收藏的珍贵。这是学生对语
言文字的初步感知，然后，我让学生带着赞美和热爱之情朗
读自己喜欢的段落，更加升华了学生的情感。学生通过一遍
遍的朗读，感悟到了这座万园之园昔日的辉煌，感悟到了这
种独特的布局中所蕴含的古代劳动人民的卓越智慧，从而激
发了学生对昔日圆明园的无限的赞美和热爱，也为后一部分
学生对侵略者把这么美的一座园林毁灭掉而产生的满腔怒火
埋下伏笔——此时，学生对圆明园昔日的景观越是发自内心
的爱，后一部分就会对侵略者产生刻骨铭心的恨。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拥有众多珍宝的园林却毁灭了，我带领学
生再读第一段话，进一步体会圆明园的毁灭所造成的损失是
不可估量的，激发了对英法联军的仇恨之情。

在学习最后一段时，我先让学生画出最能体现侵略者罪行的
词语，然后谈感受，我对学生的理解和感悟给与充分的尊重
和肯定，这也正体现了新课标中指出的：“珍视学生独特的.
感受、体验和理解。”无论学生怎样去谈，去理解，对侵略
者的仇恨、痛恨是大家情感的共鸣。接着我又通过一段录像，
加深学生对侵略者的暴行的理解，此时学生的内心对侵略者
的仇恨已经达到了极点，我顺势引导学生就带着这种仇恨齐



读最后一段。那一句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朗读，融进了
学生对圆明园毁灭的无限的痛惜和对侵略者无比的仇恨。让
听的人仿佛有一种心碎的感觉：多么令人惋惜，那无数的珍
宝、瑰丽的园林。多么令人愤怒，那些可耻的强盗。

这一课的教学，使我又一次的体会到：读，是学习语文最重
要的实践活动。

圆明园的毁灭教学反思篇七

xx月xx号，我上了《圆明园的毁灭》这篇课文的公开课。这
是一篇讲读课文，要求经过朗读、学习，想象以往的圆明园
辉煌的景观，了解它被毁灭的经过，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思
想感情和振兴中华的职责感。

教学的重点是介绍“圆明园的辉煌的过去”（2至4自然段）。
在设计这部分的讲读资料时，我抓住课文中的三个评价圆明
园的句子“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它是当时世界上
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我国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
的精华”。让学生依序朗读课文资料，提出问题，在读中思
考、想象。

因为当年的景观早已不复存在，在做课前的准备工作时，我
安排学生搜集有关圆明园的文字资料，学生收集的资料来介
绍自我了解到的圆明园，并思考课后练习题。在教学过程，
引导学生经过朗读，找出文章该段落的重点句，然后展开想
象，了解文字介绍中的圆明园。当学生逐渐梳理出文章层次
与想象空间后，再借助课件让学生直观地了解，加深文字印
象。

我认为，仅有充分了解圆明园以往是一座怎样宏伟与丰富的
建筑，对孩子才会有震撼力与感染力。所以该课时主观的朗
读与课件直观的音像图片资料双管齐下的教学手段十分重要，
相得益彰。当同学们对祖国的壮丽山河与中国劳动人民的智



慧，对祖国丰富馆藏，杰出艺术品发出声声由衷的赞叹时，
再顺势导出圆明园的毁灭这一部分。课前搜集准备的资料使
学生对这一部分的原因不再陌生，但学习有关圆明园被毁灭
前的前期准备工作，经过读与看，充分的酝酿后使学生完全
地领悟了为什么教师说，圆明园这三个字是国人心中永久痛，
文章中介绍说它的毁灭也是世界文化史不可估量的损失。这
样才能对圆明园的毁灭最深刻的感触，对英法侵略军可耻行
径感受愤怒与屈辱。

“爱之深，恨之切”，仅有在充分地感知了圆明园昔日的辉
煌，才能在学习第５自然段后，激起学生对英法联军的愤怒
与痛恨，和对当时国力软弱乏力的痛心。之后，我设计再次
播放课件，引导学生观看此刻的圆明园是什么样貌。告诉学
生们回首历史，让人扼腕叹息，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干什么
呢？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昨日，今日，与明天，还能做
些什么？由此引导学生记住国耻，明白落后就要挨打，仅有
国家富饶，国力富强，才能够避免这一耻辱重复上演。最终，
我要求学生全体起立，摸着胸前的红领巾，对着课件显示的
总结语起誓：勿忘国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在这堂课上我感觉自我还是比较投入的，但学生表现不是太
好，发言的进取性也不高。原因是没能让学生更多地与文本
接触，对学生的预习本事估计得过高。本以为五年级的学生
读通课文没问题，所以课堂上没能让学生初读感悟，学生读
得不够多，朗读的形式较单一。再加上本课的时代背景距离
学生较远，学生不能入情入境。怎样利用课堂中的40分钟，
采用各种形式让学生充分接触文本，是我今后努力的目标。
还有在教学时提问的指向性不够明确，造成部分学生不知所
措，当看到学生的表现不是我预设的，显得有些着急。在教
学设计时安排的容量较大，这也想教那也舍不得放弃，可短
短的40分钟毕竟有限，今后要努力从教学的有效性入手，以
一当十，以点代面。经过这节课我体会到有效课堂对教师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对教材的理解、对学生的了解、对教
学环节的安排等，有太多的资料需要把握。


